
经济纵横
2021年 4月 6日 星期二

主编：卢有均 责编：吴江霞5

抓好“菜篮子” 保障大民生
—拉萨市城关区“菜篮子工程”保障市场供应走笔
本报记者 央金

在荒滩上种出了“绿洲”
——尼木县党员刘红雨种植大棚记

本报记者 鹿丽娟

小小食用菌结出“团结花”
——记尼木县首个种菌人张辉晓

本报记者 鹿丽娟

图①：拉萨市民在城关区净土直销点

之一热木其直销点购买蔬菜。

图②：城关区净土蔬菜大棚内，工作

人员在除草。

图③：装满蔬菜的城关区净土直销车

准备配送至城区各直销点。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曲水县聂当乡德吉村村民在自家房屋附近建大棚种蔬菜，增

加现金收入。

图为德吉村村民向记者展示自家温室内种植的蔬菜。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我家菜店销售的蔬菜都是从堆龙德

庆区东嘎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购的，批发市

场里的蔬菜不仅种类多，而且价格也很便

宜。销售的菜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本地种植

的蔬菜，我有许多老顾客平时购买最多的

就是本地蔬菜。”前来东嘎农产品批发市场

进货的商家李女士说。

每 年 的 11 月 至 次 年 4 月 是 本 地 蔬 菜

的产量淡季。为确保淡季“菜篮子”供给，

近年来，堆龙德庆区高度重视蔬菜保供工

作，进一步加大了蔬菜基地种植结构调整

力度。近日，记者从堆龙德庆区农业农村

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堆龙德庆区已拥有 5

家蔬菜种植基地，种植蔬菜和食用菌的温

室栋数达到 856 栋，在田面积 773.3 亩，平

均 每 天 蔬 菜 供 应 量 为 21 吨 ，本 地 蔬 菜 供

应充足。

据了解，为充分认识并做好淡季蔬菜

种植相关工作，堆龙德庆区把保障“菜篮

子”产品作为政治任务稳步推进，因地制

宜，不断优化完善调整蔬菜种植布局，科

学合理地将蔬菜生产种植面积层层分解

落实。进一步加大了对蔬菜生产的管理，

积极引导设施蔬菜规模化生产主体，切实

加快本辖区、基地现有破旧温室的修复力

度，做到应种尽种，资源不浪费，设施不闲

置。结合市场需求选种适栽品种，重点发

展“短、平、快”类型蔬菜种植，积极组织技

术人员开展设施蔬菜种植技术咨询服务，

进一步健全专业技术干部包抓设施蔬菜

园区生产技术指导工作机制。加强了质

量监管，切实保障蔬菜质量安全，杜绝出

现因市场急需导致使用高毒禁限农药的

问题。

据堆龙德庆区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堆龙德庆区德庆园区 A 区、马镇园

区 B 区、古荣园区 A 区、古荣园区 B 区、羊达

园区的总占地面积为 3229 亩，温室总栋数

1122 栋，设施总面积 864.4 亩。截至目前，

种植蔬菜和食用菌温室栋数达 856 栋，在田

面积 773.3 亩，主要种植品种包括：上海青、

小白菜、大白菜、萝卜、莲花白、香菜、辣椒、

上海青、豌豆苗、生菜 、茄子、西红柿、黄瓜

等，日均蔬菜供应量为 21吨。

东嘎农产品批发市场紧邻青藏公路，

西南接青藏铁路货运终点站，是拉萨市规

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东嘎农产品

批发市场在充分满足本地市民供应需求的

同时，辐射带动了山南、日喀则、林芝、那

曲、阿里等周边地区农产品的流通，是拉萨

市最大的“菜篮子”。堆龙德庆区本地自产

蔬菜主要供应给东嘎农贸批发市场，在蔬

菜淡旺季交替时节，堆龙德庆区进一步加

大了对蔬菜基地种植结构的调整力度，相

关部门深入到各蔬菜基地和个体种植散

户，认真传达相关会议精神，全面摸底排查

及时准确掌握蔬菜种植情况，宣传动员蔬

菜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种植生产周

期相对较短的叶类菜和速生蔬菜，为全区

蔬菜市场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冬、春两个季节是本地蔬菜的产量淡

季，以前一进入这两个季节市场上的蔬菜

种类就会有所减少。如今，在党和国家好

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好，不管是冬季、春季还是其他季节，我们

想吃的蔬菜随时都能买到了。”刚从城关区

惠民蔬菜直销车上买完菜的市民措姆高兴

地说。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是一年春耕时

节，此时正是本地蔬菜的产量淡季。近日，

记者走访了市内各大菜市场、惠民蔬菜直

销车及蔬菜批发市场，通过多渠道全方位

的了解得知，在政府爱民惠民政策指导下，

相关部门完善了市场调配调控机制，老百

姓的“菜篮子”不会再因为本地蔬菜的产量

淡季发生价格大波动，冬、春季的“菜篮子”

仍丰富稳当。

保质保量——
让“菜篮子”供应充足

“离我们小区不远处就设有城关区惠

民蔬菜直销车，买菜特别方便。平时我们

都喜欢就近购买生活用品，自从有了惠民

蔬菜直销车以后，我们小区的大部分居民

都在蔬菜直销车上购买食材，直销车售卖

的蔬菜、瓜果种类多、价格便宜，给我们提

供了方便，也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更多便

利。”市民刘女士满意地说。

据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为确保市场供应，城关区 73 个惠民

蔬菜直销点物资配备充足，公司每日早晚

都会对 73 个惠民蔬菜直销点投放两次蔬

菜。其中大部分销售点还投放了酥油、糌

粑、牛排、大米、面粉等物品。

“目前，虽然本地蔬菜产量处于淡季，

但公司的蔬菜供应量及种类并没有减少，

物品供应充足。针对淡旺季特殊情况，公

司已提前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本地菜由

蔬菜棚户供应，外地菜从兰州等地及时调

货，切实保障市场和本地‘菜篮子工程’的

需求。公司结合实际，提前做好了米、面、

粮油、蔬菜、肉制品的储备工作。截至 2021

年 3 月 5 日，保供中心仓储部库存大米 9482

袋，合计 237.05 吨；面粉库存 9600 袋，合计

240 吨 ；菜 籽 油 库 存 14012 件 ，合 计 280.24

吨。同时，库存酥油 8吨，羊肉 10吨，牦牛肉

40 吨，猪肉 20 吨。”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据了解，2020 年城关区亨通物流园蔬

菜交易量为 28000 斤/天，其中本地蔬菜约

为 16000 斤/天。2021 年，城关区净土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去年的基础上稳步提升，

加大了市场供应量，对质量、服务及安全体

系作出相应的改善，努力做到行业标杆，为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作出自己的努力。

内外调控——
有效供给稳定物价

“我们结合市场需求，在本地菜产量淡

季来临之际，按照本地菜品由当地合作社

及当地棚户供应，外地菜从兰州等地及时

调货的工作思路，切实保障了市场和本地

‘菜篮子工程’的供给。兰州金玉源果蔬配

送物流有限公司、西藏嶺峰田舍益家、城关

区蔡公堂乡白定村合作社负责蔬菜物资的

储备和投放。”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城关区蔡公堂乡白定村农村

经济合作社有 471 栋对外租赁的温室大棚，

本地农户种植蔬菜大棚 98 栋。本地农户蔬

菜销路由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其中本地农户种植蔬菜一般为一年三

产，大部分农户种植的蔬菜有大白菜、白萝

卜、莲花白、四季豆这四个品种。拉萨市城

关区农牧局给当地农户安排培训蔬菜种植

技术课程及实操课程，如出现温室大棚老

化需进行维修，拉萨市城关区农牧局还会

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菜农的积极性得

到不断提高，蔬菜产量和收入显著增加。

当前，惠民销售部的销量得到稳步提

升。销售点对大白菜、大青椒、长红椒、肥

肠椒、土豆这 5 类蔬菜进行定期平价销售，

并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物价监控，

确保市民群众天天都可以买到新鲜实惠的

蔬菜。

保障民生——
蔬菜“种”出增收路

小小“菜篮子”，承载大民生。买菜方便

与否、菜价适宜、蔬菜安全等问题与每个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大家生活的幸

福指数。“菜篮子”管两头，一头是城里人吃

饭的问题，一头是农民增收、就业的问题。

记者从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悉，

为切实发挥净土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改

善民生的作用，公司从职业培训、扶贫分红、

土地流转、惠民让利、供销业务等各方面实

施了一系列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妙招”。

目前，仅拉萨市区内的 73个惠民蔬菜直销点

就已解决百余人的就业问题。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村是拉

萨市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大村，受益于城

关区“菜篮子工程”，11 年前，白定村家家户

户开始了蔬菜大棚种植。“我们家从十几年

前就开始种植大棚蔬菜，经过专门培训后

我们种植的蔬菜还拿到了国家无公害蔬菜

资格认证。自从有了‘菜篮子工程’，我们

种植蔬菜的销路也更好了，以前，我们只能

把菜卖给菜贩子，他们说多少就多少。自

从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收购

我们的菜以后，我们种菜就没有后顾之忧

了，公司的收购价格比菜贩子的收购价格

略高一些，我们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村

居巴桑高兴地说。

近年来，城关区委、区政府以促进产业

增效、贫困户增收为目标，积极探索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以推动结构调

整和产业化经营为主线，科学制定了城关

区净土健康产业详规性总体规划，围绕打

造“三个示范园、五条特色沟”的发展目标，

坚持把大力推进净土健康产业发展作为城

关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大的民生工

程来抓。打造出了以奶产业、净农产业、现

代仓储物流业为主的三大现代农牧业主导

产业集群。

目前，净土总公司及各子公司在职人

员共 596 人，本地户口员工占比 72%，解决

农 牧 民 就 业 339 人 ，解 决 大 学 生 就 业 166

人。积极吸纳城关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

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等 51 人分别到公司

保鲜冷藏库、净菜加工厂、高标准奶牛养殖

中心、净土乳业、大昭圣泉、亨通物流公司

就业。2016 年至今，城关区净土公司向城

关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兑现扶贫分

红达 1026.984万元。

“淡季不淡”本地蔬菜供应充足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保障本地蔬菜供应小记
本报记者 央金

如今的雅江中游北岸，一片片热土格外耀眼。卡如大桃采摘

园依旧累累硕果；温泉驿站的汩汩暖流，伴随着老阿妈青稞酒坊

的浓浓酒香，混合成同一种温度；航天蔬菜大棚中还是春意盎然

的模样，这些无不是尼木县奏响的华章。

早在 2019年 12月，尼木乡党员干部刘红雨在尼木县需要党员

干部学习设施农业种植技术时就主动报名，来到了尼木县尼木乡

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学习农业种植技术。

尼木县山峦起伏，河谷纵横，可用来种植的土地却极其有限，

外加沙石混合，缺水干旱，“土壤差”“产出少”“吃菜难”，困扰着几

代农户。

带着满满信心和简单行李住进农业产业园后，刘红雨发现没

有技术可真是无从下手。

于是刘红雨一边学一边种，改良土壤、清除不适宜种植的沙

石、选择优良种子以及适合尼木气候的现代化农业设施就成了当

务之急。

就这样，一条条有机基质槽均匀分布，一座座日光温室拔地

而起。走进蔬菜大棚，里面硕果累累。一片层层叠叠的翠绿中，

晶莹剔透的西红柿、黄瓜、甜瓜等，引人垂涎欲滴，让昔日的荒滩

呈现出盎然的生机。

如今，萝卜、白菜、黄瓜、豇豆等产物让建档立卡户去年一年

劳动分红达到 3万元。

“刘老师，我想包一个大棚，可以吗？”“刘老师，大棚被包完了

吗？我家想包一个大棚种水果。”

今年一开年，刘红雨每天都能接到不少村民的电话。从最初

大家的观望，到如今主动积极地想包大棚种植蔬菜，是因为去年

东嘎村的扎西仅包大棚半年的时间，就靠自己勤劳种下的水果黄

瓜，收到了 48000元的劳动收益。

“园区提供种子、肥料、技术，销售渠道由县委、县政府解决，

建档立卡户没有销售的困扰，只需要认真种好大棚，就会有好的

收入，这样的惠民政策，让大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刘红雨坦言

道。

去年 6 月，园区内的蔬菜大棚已经从普通大棚升级到智能大

棚，进入无土栽培的智能大棚后，新的种植技术随即而来，温度、

湿度、水、肥料的精细计算，让刘红雨将所有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每天都会仔细观察不同条件下蔬菜的生长变化，刘红雨乐呵

呵地说：“感觉就像学生时代备战高考，只为了一个考试结果‘成

活和量产’。今年的西瓜还不错，已经产出 2000多斤了。”

刘红雨是一名党员干部，但在群众眼里却是个踏踏实实、技

术出众的“菜农”，他把责任扛上肩头，俯下身子进大棚，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带动和感染着身边的人，带领群众一起走向致富奔小康

的道路。

“咱们今天的菌怎么样？”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张辉晓在拉

萨市尼木县食（药）用菌工厂化种植基地询问着。

张辉晓是尼木县第一位种植食用菌的人，早在 2014 年他便开

始思考，如何能用现代种植技术把食用菌种上高原？怎样让菌更

美味、更有营养价值？

于是在 2015 年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招商引资时，张辉

晓便带着梦想来到了文香故里。

在尼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业园建成了食（药）用

菌种植基地，开始工厂化生产研发适合本地的食用菌品种。

然而这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在种植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高原种植菌类与内地种植菌类的方法完全不能如法炮制。

尼木县的海拔、空气湿度、土壤、紫外线等外在因素让张辉晓

种植的 30亩价值 80万元的羊肚菌没有得到任何收成。

次年，张辉晓带着土壤、水赴内地咨询种植专家，还到处求教

在种植菌类的同行。

在专家和同行的指导下，张辉晓提前了羊肚菌种植的时间，

并为了增加空气湿度增加了在羊肚菌种植区域塑料膜。种植羊

肚菌的光线要求比较暗，就专门定制密度较大的遮阳网来调低光

线。

如今，基地有羊肚菌、猴头菇、桑黄等 8 类菌。尼木县本地就

业群众也从 2015年的 20名增加到了如今的 80名。

“多布吉、啊吉等基地的乡亲，在春种、秋收时都会主动放下

家里的农活，赶到基地来种植菌。春节更是主动留守在基地守护

着基地里的菌。就是因为这些淳朴的乡亲让我一次次感动，才让

我更有信心把基地办得越来越好。”张辉晓诚恳地说。

在脱贫致富的小康路上，与尼木县群众一起种出了雪域高原

的“团结花”。他感恩地说：“这些年真的非常感谢尼木县委、县政

府、农业农村局、‘双创’办、拉萨净土等各级单位对我们的关注，

对销量的帮助，现在才有这么多群众可以就近就业。新的一年，

我们将会重点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菌，再拓宽销售渠道，让乡亲

手上的分红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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